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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腕，辑幽后反截，明

为了满足我州各地区、各部门开展编丈修志工作的需妥，我们根据桂~，t"州史志编委

会的决定，着手编辑这套《德宏武志资料》丛刊，.陆续分集…出版，内部发行埠从现在开

始，计划每-+出五至六集， .J导集二十五万字左右，大约分二十集，预计在三、四年时间

内，出克。

蝙辑、出成这套资料丛刊的目的，一是可以不断地积累和永久地保存一套比较完

整、系炕的雄宏地方史志资料，传之永久，使一些珍贵的孤本、甚本资料，特别是用各
种民族文字记载的稀有资料不筑失传，能够为今后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为

进一步研究雄庄地方史和民族￡服务，二是通过系统战集、整王室挂宏地方从历史到现

实、从自然 jl] 社会、人丈的全面资料，可以给当前的四化建设提供呆些决策信息，寻求

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s 二是可以为全州

正在开展的编丈修志工作提供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以便大家对有关的历史事实进行考

证、鉴别和对现实问题革行研究探付.收集和编辑、整军资料，是编￡修志的基础工

作，没有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可靠背料，就，诀不上编史修志.这套资料丛刊，大体土就相

当于德宏地方史和地方志的"长偏"或"资料类编"完成了这项收集、整理和编辑、

出版工作，就给德宏地方丈〈包括地方党支〉和地方志积累了主体资料，提供了大量素

材，为正式鳞写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

我州系祖国西南边疆的多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绿济丈化发展比较落后，也解放前.长
期隶属内地府、州、厅、县管辖，历代没有形成过系统的地方丈志书籍，文字记载也比

较少。德宏傣族景踊族自治州是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新划定的行政

区域，因此，收集、整震和编辑出版地方史志资料，是一件开拓性的新工作σ 由于我州

史志工作开展时间还很短，加上我们知识浅薄，现在所收集到的资料还很不完整，要编

辑出版一套史柑丛刊，因难还很多。迫切希望各地史志工作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支志工

作爱好者、关心就史修志的热心人，多给我们支持、帮助和指导，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或

推荐、介绍有关德宏地区的史志资料，我们和广大读者将深为感谢。

对于统斡出版德宏史志资料丛刊的有关问题， J.见作如下说明 z

一、本刊收录的资料，以涉及格宏地区的历史事实为主。有的事实虽然不是直接发

生在德宏，但与稳宏史事有关，或绪在历史上曾与稳宏属于同一行政区域地区的有关背
料，则作为附录一并选编收录，以求得贵抖的完整和系统，便于查照参考。

二、本刊资料，重点选录当地珍藏的有关记载德宏史事的孤本、善本资料，特别是

翻译整理当地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史料，如有关地方史事、民族史事的文书、档册、传

抄本，以及家谱、私人著述、日记等等，对于已经登载在各种书刊主的有关德宏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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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凡有参考和使用价值的，亦的量选编收录在肉。

三、本刊资料的编排，以现，时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大休按时间顺序和内客归类分集

编辑出版，对于字数较多一集容纳不了的同类资料或在分类刊出后又征集到的新资料，

则另行选编，以后继续刊出。

四、本刊收录的古代和近代的各种史料，由于窘迫者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同历代史书一样，不免存在着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甚至反动的民族观。他们否定人民群

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肆意诬蔑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他们宣扬个人创造历史的英雄

史观，对历代苛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丈过饰非，他们或者往往川大民族主义的立场观点

歧视、诬蔑少数民族，也有的以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记述民族关系问题亭亭。由于为

了全面保存史料的原貌，对于这类'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以及对少数民族的诬蔑性的称谓，

本刊除酌改"$ "旁为 "f "旁外，其它有歧视性的称谓或古今称谓有歧异的，均照录

原丈，不加改动。由于人力不足和水平有限，对于错误的以至反动的立场观点，没有连

一加以批注。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注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加以鉴

别。

豆、本刊选编的史料内容，均按原丈照录。其中，肴的史料记载与历史亨实有出
入，有的前后史料记载的内容有矛盾差别，有的史料史学界尚有争论E 我们辑、录原文

并不意味赞成其观点。有的材料人名、地名译音及时间、地点有歧异，有的原文有错

讯、颠倒、重复、遗漏之处，我们除对史文的错、倒、脱漏及明显差错稍作枝勘外?其

它均从原史，不作史实的考恒校付。以上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注意加以考证。对于

历代各种史料有某些内容重复的，也一舷按原文-并刊出，以便于从多方面考证史实.

六、历代史料有很大部分系丈言文，原文不分段落，也没有断句、标点。本刊选来

时，均按原丈内客和现代史法划分段落，加以断句，并使用现代通用的标点符号。对于

原文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中已有分段和断句、标点的，我们则继续沿用，不再变动。分段

和断句、标点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七、史料原丈一般使用 1回年号，本刊编录时，在四年号后面用括号标明公元年号，

以便查考。

八、为了方便阅读，原文的繁体字和异体字，一律改用现竹的简化字及通用字。

对于选录和编辑出版地方史志资料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加上知识和水平有

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多给批评指导，以便今后不断改进工作。

德宏州;史志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4 



元明清租赋及粮饷史料选

(-)元朝

岁费丑( 1 258 年) ，当宪宗朝，世祖奉命南缸，……以段兴智主国事，丙辰
( 1 2 5 6 年) ，献地图，请悉平诸蛮，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 <<元史卷

一百六十六·信宜日传>> ) 

注 z 当时全齿镇( 'p今德宏金珑〉在大坦国管辖范围内。

室元E年( 126 8 年)， (爱鲁〉从云南主征金齿诸部。蛮兵万人绝嫖甸道〈当

在自德宏入缅甸途中) ，击之，斩首干余级，诸部震服.六年，再入，定其租赋。

( <<元史卷一百二十·爱鲁传>> ) 

注，爱鲁， 1 2 6 8 年任企齿安抚司 f史。

1 (至元十六年， 1 2 7 9 年〉六月费巳，……纳速刺丁将大理军抵金齿、蒲骤、曲
蜡、缅国界内，招忙木、臣木秃等寨三百，籍户十一万二百。诏定赋租，立站递，设卫

送军。军还，献驯象十二。( <<元史本纪云南事迹>> ) 

至元十六年， (纳速拉丁〉迁帅大理，以军抵金齿、浦骤、曲蜡、缅国，招安夷寨

二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置邮传，立卫兵。归以驯象十二入贡。( <<元史卷一

百二十五·赛典赤瞻思丁传>> ) 

〈至元二十九年， 1 2 9 2 年〉十二月庚寅……金齿适当仕兀秃儿迷失出征军马之

冲，资其色粮，立为木来府。( <<元史本纪云南事迹>> ) 

(成宗大德〉五年( 130 1 年〉八月甲威，遣薛超兀而将兵征金齿诸国。时征缅
师还，为金齿所遮，士多战死，又接连八百媳妇诸蛮相效，不输税赋，贼杀宫吏，故皆

征之。〈同上书〉

以上资料摘自《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辑。

〈二〉明朝

洪武二十年( 1 8 8 7 年〉八月……丙寅，遣右军都督金事孙茂以钞二万千键往四

川市耕牛万头.时将征百夷，欲令军士先往云南屯田预备粮储故也。( ((明实录·太祖

实录》卷一百八十四， (以下除注明者外，均摘自 f 明实录>>>

Q. 



宣德兰主在( 1 428 年〉闰四月……庚子，云南总兵宫黔国公沫葳言"麓川宣慰

司任发〈原按"任"字之上脱"思"字，应增〉侵夺南甸、满江等处村寨，议调军剿

捕，于金齿各处预锚'粮情J商解属州县曹系极边{朋挠、仓储肘辑、由、安宁、王井四盐
课提举司岁办盐三万九千引，请不拘常例，暂将上年所中商盐住支一年，召商于金齿司

中纳，依永乐间例，安宁井每引纳米二石，黑、自井每引一石主斗，五井每引一右三

斗，以到井日为始，依次支盐，计足一年盐课，仍依原次放之。"上谓行在户都臣曰t

"……姑如所奏行之。" ( <<宣宗实录》卷四十二〉

宣德六年( 143 1 年〉三月……丁丑......行在户部奏"云南布政司言z ‘近停

申各处盐粮，专于北京中纳，缘云南边地岁用粮储，全资客商开中，安宁等井盐，运米

于大理、金齿等处上仓，今既停中，供给不敷， ••• ...其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系极边申纳

者，请减轻安宁等四井每引米→石二米，黑、自二井每引米二石，淮、浙盐，每引米二

斗，不拘资次支给， .~揭榜召商开序。气，( <(宣宗实录》卷七十七〉

E统四年( 143 9 年〉闰二月圭辰，云南布政司，素2、"伍讨麓)11 ，粮用一浩大，攒
远不及，原定则例申盐，米价踊贵，中纳者少，请以本司官库收贮银钞运赴金齿、大理

余粮备用。仍请以大理原中黑盐等四井，盐一引，米二石，今也减作一石五斗，金齿原申
安宁王井盐，一引一右二斗，今减作一石，黑、自二井盐，一引一石，今减作八非."
从之o (<(英宗实录》卷五十二〉

正统四年( 1 4 3 9 年〉六月樊未……重定云南中盐则例。先因征麓)11 ，召商于大

理、金齿中纳盐粮，至是师久米贵，商旅不至，乃损其价，今于大理府纳米d二斗，金齿

司纳米一斗五升者，给与自盐五井二提举司盐一引，大理府纳米二斗五升，金齿纳米二

斗者，纳〈德按"纳"应为"给"之误〉与黑盐、安宁二提举司盐一引，俱不次支给。

( <(英宗实录》卷五十六〉

正统四年( 1 4 3 9 年〉十一月辛亥，以征麓川师众费多，再减米数，召商于云南

大理府。金齿司仓纳米中四川井盐，大理每引米一斗五升，金齿每引一斗，不次支给。

( <<英宗实录》卷六十一〉

正统四年( 143 9 年〉上乃散沐昂代葳讨贼，而思任( f!P思任发〉益槽，……昂

抵陇把，以粮乏引归，丧其参将张荣于芒市。〈毛奇龄《云南蛮司;忐>) ，见《云南史料

丛刊》第十一辑第 238 页〉

E统五年( 14 40 年〉五月己 Bì， ......行在户部奏"云南金齿军民使司、大理

府月粮数多，蓄积数少，宜召商纳米申榷飞浙、云南盐各三十万引。金齿足食仓纳米

者，淮、浙盐、云南盐引二斗…..." "上从之，令不次支盐，仍令云南布l政〈德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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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按"之误〉二司各委堂上宫一员于两处仓提督收支，以革官攒侵欺之弊。( <<英

宗实录》卷六十七〉

E统五年( 144 0 年〉六月主申，散谕行在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璇回"今命尔往
云南，同左布政使戴新及按察司廉干堂上官有一员，自云南至金齿一路预备粮料。尔等

同志协力，从长设法，务使官有储蓄， λ 不疲因。大抵云南频岁供给烦芳，人情厌苦，

联甚念之故兹遣尔。必推抚恤之诚，奖劝之道，金齿除官军准悻职田外，或有空间田地，

即勘附近卫所旗军屯种如例，征收子粒，但有豪强占据，治之如例。其余官民诉讼，悉

付巡按御史理之。军械边务，尔有所见，便于辜者，宜与总兵及三司议协而行 F 凡事关

犬体及利害之当建革者，悉妻来处置，用副委任之重，钦哉!" ( <<英宗实录》卷六十六〉

E统五年( 1 440 年〉九月主寅......敷云南都布按三司曰"膜嗣位以来，倦倦
以安养黎元为念，肆于民艰，屡用宽恤，知|去南边微之地，所属多夷民，此因麓川弗

靖，用兵征剿，转输供亿，民实烦劳，其正统四年以前拖欠差发金银、马匹等项及追陪

官物，般书到日，皆暂停免"煎盐囚犯，亦令准纳米例减半，尔等皆朝廷慎埠，付以方

面之寄， .宜体联心，敬承毋怠。钦哉 I " (<<英宗实录》卷七十一)

丁瑭……E统五年( 144 0 年) ，将征麓川，命乘传〈古代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
的牢，谓芝乘传。〉往备储饷，……。( <<明史卷一百五十九·李仪传>> ) 

六年( 144 1 年) ，兵部尚书王骥、定西伯蒋贵将大军讨思任发，昂主馈运(馈
运即言粮饷运输) ，贼破。( <<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沐英传)> ) 

正统六年七月丁巴，……云南总督军务、行在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王骥吉"近因

调兵征剿思任发，召盐商给粮给军，其淮、浙、云南、四川今年盐课中纳俱尽，惟四川

盐课额尚多，乞复召商申纳。"奏下，行在户部议 z 请开中金齿足食仓，每引纳米→斗

五升，大理崇盈仓二斗。从之。( <<英宗实录》卷八十一〉

李远子安，正统六年( 144 1 年) ，副定西伯蒋贵征麓) 1I ，贵令安驻军满江护饷

〈饷，此谓军粮) ，而自帅犬军进，贼破。(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邱福传>> ) 

王骥征麓川， (贾锥〉馈运有劳，骥荐之，撞川平，擂云南左参政。( <<明史卷一

百五十九·贾锥传>> ) 

E统七年( 1 442 年〉六月己酋，命客商于金齿司中盐者，每引纳米工斗，大理

府申者，每引纳二斗五升，俱于淮、浙及四JII 、云南盐课内不拘资次支纳。( <<英宗实

录》卷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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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统八年( 1 443 年〉直月庚申……先是，云南金齿、犬理二处俱召商中盐纳

粮，至是，金事陈璇奏"大理粮储已丰，请金齿中纳，每盐一引，视前例减米五

升。"从之。( <<英宗实录》卷一百四十〉

思机发遭弟招入贡……朝廷不纳具贯，且敷骥图缅甸，骥因请济师。八年( 144 

8 年) ，复命碍贵为平蛮将军，调土兵五万往，发卒转饷五十万人。( <<明史卷一百七

十一·王骥传>> ) 

E统十年( 1 445 年〉七月辛丑镇守云南太监萧保赛"近者，开设腾冲

军民使司，量调宫一军(德按"一军"二字互倒〉万员名筑城，日支口粮，岁计五万

四干余石，俱赴金齿足食仓开支，然山路险阻，难为搬运，……请摘淮、浙、四川盐三十

万宜百九十引于腾冲，召商纳粮银以给官军。"从之。( <<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一〉

E统十一年( 1 446 年)lE月费巴，云南按集司金事李理言三事"一、比因麓

贼犯边，设腾冲指挥使司，调官军一万修筑垣城，然连年兵戈未息，旱涝相仍，且工程

浩大，仓靡空虚，乞暂停止，以苏疲因。…..."上回"......兵部还移处，总兵镇守等

官计议，务在地方宁靖军民得所... ..." (<<英宗实景》卷一百三十七〉

E统十一华( 1 446 年〉十二月辛丑......参赞云南军务、刑部右侍郎杨宁奏 E

"访得云南诸卫所，因修造军器及供给往复夷人，军余不胜烦扰，各卫所俱有余地，请

照事烦简量拨亩数。金齿军民指挥司七百亩，腾冲卫指挥司并守御干户所三百亩... ••• 

E统十三年( 1 448 年〉三月辛卵，参赞云南军务、侍郎候珑奏"奉命选广南

卫宫军操捕〈德按E ‘捕'应为‘备'之误。〉腾冲，巳得粮税，士卒二干，分为二

班，请于金齿、大理二卫各选六百人益之，亦分为二班，共三干二百人，四分屯田，六

分守域，与腾冲土汉旗军相兼屯守，俱隶守备都指挥李升提督。( <<英宗实录》卷一百

六十四〉

E统十三年( 1 448 年〉春，复命骥总督军务，宫聚为平蛮将军，帅师十五万

往。明年……骥虑馈饷不继，亟谋引还。(同上书〉

骥凡三征麓川，卒不得思机发。议者咎骥等老〈即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

••• ...师行无纪，十五万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践，每军负米六斗，跋I!!Þ山谷，自编者

多，……(同上书〉

孟养酋思禄与孟密酋思蝶构兵积年，金奉诏发缅甸、干崖、陇川|、南甸诸部兵，聚

粮十二万，为征讨计。( <<明史卷一百八十七·陈金传>>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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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烧十三年( 1 448 年〉五月费卵……定云南腾冲卫指挥司中纳盐粮则例。时调
发官军招抚扉j贼子思机发，命户部右侍郎焦宏预备粮储。宏等议 z 腾冲官仓积粮数少，

乞召盐商纳粮，两淮芳:四川上流九井、云南安宁井盐，每引纳米四斗，两浙并四川仙泉

井盐，每引三斗五升，云南五井，每引六斗，黑、自二井每引丑斗。"从之。( <<英宗
实录》卷一百六十六〉

正统十四竿( 144 9 年〉六月乙卵，云南永平县并干户所言"云南直升〈德

按"升"应为"井"之误〉盐俱被金齿诸处豪右中纳，每引时值米二三石，止输五六

斗，今永平军民愿每引纳银三两于金齿仓交收余米。"从之。( <<英宗实录》卷一百七

十九〉

芷绕十四年( 144 9 年〉六月己未……重定云南文武官悻粮例。先是，因征进麓
川，搏节粮储，三司官每月支米一石余皆折钞井海脏。至是以麓川既平......旧米

一右，折海蝇一百索，撰以时值，有损于宫，今宜折六十索。从之。〈同上书〉

景泰元年( 145 0 年〉二月庚辰，……免云南、临安等八府井金齿、腾冲、干
崖、车里、孟养、木邦、孟定、孟良〈原按"孟良"应为"孟良"之误。〉威远、弯
甸、镇康、大候等处拖欠差发金、银、米、钞、海姐、马匹。从布政使贾锥等奏请也。

( <<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九，景泰附录七〉

弘治四靠( 149 1 年〉四月戊子，……升云南按察司金事贺元忠为本司副使，整
伤腾冲地方兵备，赐之般日"近该巡挠云南都御史王诏等奏 z ‘腾冲地方远在西南极

边，接连芒市、南甸、陇川人干崖、木邦、孟密等处，诚要害之地。往时，因彼处人占麓

川贼交通，遂致边患数年不息，今虽苟参将管辖，但本官常居金齿，巡行疏阔，故宫军

从肆，不知法度，往往占夷民交通，其官豪之家，又多在夷方置立庄所，役使夷民，倚

势剥削务多方设法蓄积粮储......0"((( 孝宗实录》卷五十一〉

弘治六年( 1 4 9 3 年〉九月丁菌，命云南有司转运腾冲、金齿仓粮六万余右，贮

之陇川、南甸等处，并开中云南盐课提举司。弘治三年、四年存积盐课十八万一千余

引，召商上纳银米，以备军饷，以孟密土官思棵稚恶不服，将用师于其地故也。( <<孝

宗实录》卷八十〉

弘治十六年( 150 3 年〉二月辛西......兵部复奏"请通行贵州、云南、广西、

四川、湖广各长官司正、国IJ长官，随司办事长官并土官巡检，土舍应袭者俱免纳粟，止

令本布政司照例俱奏，就彼冠带，其无力纳粟，久未承袭者，亦照例准袭"。从之。

( <<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六〉

9 



E德五年( 151 0 年〉十一月丁丑云南金齿司，初署永昌府、金齿卫二

之，洪武二十三年草去府，改卫为军民指挥使司，腾冲亦置司如金齿，弘治中，抚官请

复永昌府，增置腾冲县，改司为卫，艾武并用，情变夷凤。议久不决。至是，守臣会

议 z ‘国初巳i为州郡，居以军多民少，改置二司，各设儒学、科贯不乏，又有守巡参将

统御抚绥，地近边夷，所宜安静。目今税粮仅足公家之用，若复设府，建官增棒，给民
甚不便。'请宜仍旧，诏从之。( <<武宗实录》卷六十九〉

嘉靖十二年( 1 533 年〉二月丁菌，增设云南永昌府抚费同知，金齿卫仓为永昌
府军储仓。( <<世宗实录》卷→百四十七)

万历十一年( 1 5 8 3 年〉二月辛亥大学士张四维等言"今日蒙发下卢

部，本欲得云南库贮矿课银两，起解二十万，臣等着得该省远在万里，近者缅贼莽应里

猖獗，陇川逆捕岳凤及术邦罕虔党助窥伺，腾越永昌之间大为骚扰，镇巡官调汉土官

军，军兴，粮饷所费不费，似应仍留彼处以济缓急。"从之。( <<神宗实录》卷一百三

十三)

以上史料摘自《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十七-五十二辑。

〈三〉清朝

1 、边关军粮供应及储备

乾隆五年九月丁酋( 1 740 年 1 1 月 1 8 日) ，云南总督公庆复奏 s 沿边各隘

"各标营书识共食马粮八十五分，步粮一干二百四十二分。查马粮为步兵进身之阶，书

识人等惟当拨食步粮。如有人材健壮者，即令充伍。-从前出师阵亡、伤亡兵丁所遗

老亲、寡妻及曾经出力告退兵丁，酌量以该营公费粮内，每月给米兰斗。……"得旨 z

"俱见卿留心地方，所办皆有条理也。" (<<高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贾兰十五至

三十六，见《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卷一，页二百四十七〉

乾隆二十九结十二月丙午( 1 7 6 5 年 1 月 2 0 日) ，云贵总督刘藻赛"年来木

梳野匪与缅甸所属之木邦，不时构衅 F 木邦又与耿马各土司毗连k 如木梳由木邦至耿马

等境，须渡攘弄江，是沿江一带口隘，实中外扼要之区。蛮横弄注边有镇康研属之喳里

上渡……，及芒市所属之兰台山，遮放所属之蛮坎菁，猛卵所属之底麻河等七处，最为

紧耍，应设卡常川防守。......再练丁远戌江边，口粮宜量为折给。除南夕扣下渡系茂隆厂

沙丁，应听该厂委办外，其余土练，每名日给口粮盐莱银四分，头目倍之。二土司按月

赴卡巡查，往返需时，每次各给银五两，以资盘费。"得自"如月开议行。" (<<高宗

实录》卷七百二十五，页三十至三十一，同土书卷一，页二百八十二〉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主子( 179 1 年 8 月 1 1 日) ，云贵总督富纲奏"云南永昌

府属腾越州、保山县、龙陵厅、永平县，顺宁府属脑宁县、云州、缅宁通判等，因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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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务，于乾隆三十五、六、七、八年，奏准加买常平谷石，自十一万石至六、七千石不

等.品照例同原额常平同时出借，但出易无多，霉变堪虞，因边储未敢更张。今缅甸归

化，开关通市，此项谷石，若照旧长存，并恐易滋弊端。查腾越、龙陵、保山额征秋

米，不敷兵食，岁需动银一万数千两采买供支。莫若以此谷碾放不敷兵米，较为两便。

再 z 常平为借济攸关，各该处原贮过少，地近边防，年来户口滋繁，亦须酌增存贮。通

行核计，除永平、顺宁、云州、缅宁等其只加买四万六千四百石，应照旧留存外，其腾

越现存加买谷并升息谷九万二千九百九十石，拨出三万石，连原存作为正额，其余即碾

放该州应买腾越镇不敷兵米。龙陵现存加买及升息谷四万八干四百二十四石霉，拨出一

万六千石，连原存作为正额，其余碾放该厅应买龙陵协不敷兵米。保山现存加买及升息

谷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石霉，拨出三万石， .远原存作为正额，其余即碾放该县应买永

昌镇不敷兵米。逐岁功支，可兔红柿，采买亦归节省。"得旨"如所议行。" ( <(高

宗实录》卷一千三百七卡二，页十七至十八，同上书卷三，页五百六十〉

2 、幢幢与缅*键王朝的战争篝粮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庚子( 176 7 年 1 2 月 3 0 日)，又谕(军机大臣等) I "前

据鄂宁秦 z ‘明瑞统兵进剿缅匪，所布行粮等项俱己各带宽裕。现在存贮米石，甚属充

裕，可资接济'等语。军行粮石，最关紧要。从前明瑞奏筹办进剿事宜折内，呈称兵丁

口粮约须襄带两月。此时大兵深入，约计将次木邦，至直抵阅瓦捕，已在腊月中旬，即

迅速秦功，转瞬将反春初，或值爆气渐佳。莫若在彼存驻，经画善后事宜，以待秋来振

旅凯旋，计议方为尽善。现在太平在途，或需打仗攻域，自可国粮于敌。但永昌直达阿

瓦城，道路既远，时日亦长，其沿途贵粮，如有未敷， f乍何源iJij{接济之处?着传谕鄂

宁，令其通盘计算，与明瑞彼此熟簿，详悉秦闻。" ((<高宗实录》卷七百:fL十八，页

十五，同上带卷二，页十三〉

乾隆三十三年三月樊丑( 1 7 6'8 年 5 月 1 1 日)， (协办大学土署云贵总督阿里

褒、升伍云南巡抚都宁〉又奏"宛顶、遮放、苦市、龙院等灶，前经巨鄂宁陆棋运粮

储备，是以本邦、锡锚散回之兵，并额勒登额带往猛密兵共二万余各，于宛顶、遮放驻

扎多日，得以供应元误。兹宛顶剩余二千余石，大兵撤回后，即运击市存贮。现l.琶市存

三千余石，龙战存二千余石，属供支鼠。"报闻。( <( I面宗实录》卷八百零七，页十

四，同上书卷二，页十四〉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乙卵( 176 8 年 9 月 1 0 日)， (云贵总督网里哀、云南巡抚

明德)又奏"滇省拨运军粮，缺常平包谷三十余万石，亟宜筹补。但买粮包谷，每石例

给银五钱，价殊不敢，照现在采买车粮之例，依时价购买。"得旨"如所议行。"

( <(高宗实录》卷八百一十五，页六十五，同上书卷二，页十六〉

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乙国( 1 7 6 8 年 1 0 月 1 0 日)，云贵总督阿里哀、云南巡抚明

锦赛串 "永昌、 i 蕾搞两路军粮，派战采买二十余万石，今岁来年俱己敷用。惟沿边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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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先经缅甸睐躏，困地荒芜，请于今冬查明缺乏籽粮、牛力之京，于明春借给银

两，令其购办，普行耕种，侠秋后按照时价交米还项。不敷军粮，即在各该土司地方采

买."得旨 11嘉奖" 0 (((高宗实录》卷八百一十七，页四十至四十一，同土书卷

二，页十六〉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庚子( 176 9 年 2 月 2 2 日) ，谕军机大臣等"今年进剿缅

匪，必须合力大举。经略大学士公傅恒现择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其添之吉林索伦兵四

干，已于二月中分拨前进。各省所购马曝亦该陆续赴滇。一切应行支给款项，屡次所拨

帮银己及千万。但自去岁至今备办粮、马诸务，支用亦多，又经两次动用过黄银六十万

两。现在所存军需银两，是否尚属宽裕，自当先期通盘筹划。着传谕胡德详晰确核，如

有尚需添拨多备之处，即时据实具奏，候肤降旨战解.将此并传谕阅里哀、阿桂知

之。" (<<高宗实录》卷八百二十七，页一至二，同上书卷二，页十六〉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圭成( 1 769 年 7 月 1 :，日‘) ，谕军机大臣等量 "滇省办理军

需，计前后巳拨交帮银一千三百余万，历年动用若干?未据核算.现在将届进剿，兵饷

银两最关紧要，自当宽为预备。着传谕傅恒即行查明现存银数是否宽余?如尚需酌量增

添，即速行具奏，以便早为拨运。将来大兵凯旋后，即或用有留余，原可存贮藩库，以

便节年拨给该省兵饷及铜本之需。将此传谕知之。" (<<高宗实录》卷八百二十六，页

二十四，同上书卷二，页十八〉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圭寅( 1 769 年 1 0 月 2 2 日) ，又谕〈军机大臣等): l'据

阿桂奏 z ‘宫兵于七月内在腾越裹带两月口粮，现将用完。业经咨催明德数次，将官兵

应带口粮速行办送。且据咨复己如数赶运，倘马匹不敷，即以牛只抵补驮载，但目下尚

未运到。'等语。官兵口粮，夭系紧薯，不宜稍有迟滞。蛮莫距内地不远，粮饷巳如此

竭服，则将来大兵深入，又如何接应?明德何以竟未妥速筹办?着传谕明德迅速越办运

送，务使源源接济，毋稍延缓。明德前此办理马匹不善，本应治罪，经联格外加思宽

宿。此时办理军营粮饷，如再不知奋勉，运送稍有迟误，必将伊加倍治罪，不能再为曲

货矣。将此传谕知之。" (<<高宗实录》卷八百四十二，页十至十一，同上书卷二，页

十八至十九〉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戊申( 1 769 年 1 0 月 2 8 日) ，署云南·巡抚彰宝奏"永昌

府保山县系大兵凯旋汇集之地，仓储应早筹备.请于保山县及永昌府所辖各土司地方采

买米一、二万石."得旨"嘉奖。" (<<高宗实录》卷八百四十二，页二十九，同上

书卷二，页十九〉

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圭戌( 1 769 年 1 1 月 1 1 日) ，又谕"据明德奏办解军营

粮石一折，已于折内批示矣。军营粮饷一项，在内地筹办军需者，自应上紧办运，不得

读之统兵大臣，而大兵所至，自当随地因粮，用资赌结。其土司望风投顺者，即可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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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价购办 s 即有顽梗不率者，亦当遣兵搜取，以振兵威而供军食。屡次所降谕旨甚明。

若领兵大臣恃有内地馈运，惟忠坐食，非但于理未协z 且我兵渐次深入，道路益远，必

欲令内地源源接济，势亦有所不能。即使续运无乏，而进剿阿瓦时，尚须经行贼境，又

安能分兵护饷，防其稍有疏虞乎?总之，事在人为，即如经略学士傅恒，七月内由腾起

程，仅裹一月口粮。而自翼鸪渡江至猛拱，并向摆夷等购备，军中食用裕如，何尝复取

给于内地?乃阿桂等一路粮石，俱经内地陆续解送，并未闻伊等在外购觅腾石，专借转

饷饱餐，问心宁不知愧?今日又据问桂、阿思哈奏称 z ‘现在运豆IJ粮石，仅敢每日早昔

食用。'可见伊等但能坐食，此外竟至一筹莫展。总由阿思哈心怀怯畏，惟思预占地

步，屡以办理拮掘为词。而阿桂又诸事观望，不肯实力向前，故存畏难之意，所见相适

吻合。似此庸懦无能，岂大臣为国实心宜力之道?且阿桂等屡经蛮暮、新街，各处附

近，皆有摆夷耕种，何竟至无从筹办米粮?即如前日所获东委供称，南帕地方禾谷遍

地，其土司催令收割。或买或取掠，并当相机妥办，佐我军储。又如今日折内，高里三

宫之弟乌玛哇供词，亦有贡献牛米之语，即应向彼发价购觅。阿挂等何以总未筹办及

此?且岂不闻傅恒数月来到处设措粮食，从无缺乏，网桂等何至不能稍为仿效乎?况昨

据明德奏称，阿桂带银一万两，阿思晗带银五千两，岂所带银两，仍思原封携回，以博

减省之各乎?抑恐动用之后，不准开销乎?阿桂等如此漫无措置，几乎无从策励，统侠

傅恒到彼酌核机宜，饰令遵办。此时傅恒谅巳攻取老官屯，既得老官屯之后，仍常分兵

进剿。阅桂等务遵节次谕旨，于大兵所到之地，各宜设法觅粮，毋再坐待转运，致有迟

误。至将来官兵凯旋?所需供支粮石，该督等即应早为筹备，以待临期敷用。其骑驮马

骤等项，虽掘明德称已如数运足，但现在军营倒乏者颇多，如明德如数运往者，亦岂能

尽皆瞟壮?官兵经涉长途，马力不能保无疲乏，此时亦当预为筹办，以备凯旋时乘骑更

换之用。看来明德办理粮马诸事，总不知实力经划，而彰宝一到，即能出力奋勉。此事

着交与彰宝悉心筹酌，迅速妥办。明德亦不得因有此旨，一切委之彰宝，不复协力相

助，自干罪庚。将此并谕傅恒等知之。" ( <(高宗实录》卷八百四十四，页三十九至四

十二，同上书卷二，页二十一至二十二〉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丙午( 1 774 年 9 月 3 0 日) ，谕军机大臣等"据图思德

奏，彰宝移交案内，有永昌府属采买谷石，及边防用费逾额，又派修旧存箭枝，均未妥

协等因一折，所奏甚是。五、六月间系青黄不接之时，何独永昌府属转急急于此时添买

谷石?且据国思德委牵保山等四厅、州、县现在兵粮及常平共存米谷二十万石，尚有无

仓收贮，分堆各寺庙不免毒朽者，更可无庸添买等语。是采买谷石，徒致相烂狼藉，殊

为可惜。……又 E 永昌边防经费既缉毒系宝的道每年需费共五、六万金。……。" ((<高

宗实录》卷九百六十五，页十一至十二j 同上书卷二，页二十四〉

8 、团篝设置

嘉庆十七年七月戊寅( 1 812 年 8 月 1 4 日) ，又谕〈内阁) I "伯麟等奏，请

照额复设防练一折。云南边外一帘，野夷、保匪乘间抢掠。从前去设土练，停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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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经裁撤。兹该督等奏请于缅宁、腾越等处要隘，照额复设，若照所请，准其复设土籍
一千六百各。以八百名驻扎缅宁之丙野、云南之马鞍对面山梁等十处，以八百各分防腾

越之蛮章山等十处。每名日结银二分，并令该土司筹拨给旷土耕种，以资养蹄。惟是该

处皆系痒房之地，内地官兵不能驻扎稽查，各土司操练，恐系有名无实，虚廉粮饷。著

侠设立一年后，该督等再查看情形，如可无需防范，即秦明裁撤o " ( <(仨宗实录》卷

二百五十九，页十一，同上书卷二，页八十一〉

4 、兔除土司根欠来谷

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子朔( 1 8 1 8 年 1 2 月 2 7 日) ，谕内阁 u伯麟等奏土

司积欠米谷，请分摊赔补一拆。龙陵、腾越二厅、州所属土司，存留备储米谷，亏快岁

久，现在该处土司大半贫乏，难以著迫。加恩著照所请，将龙陵厅属芒市、遮放二土司

共欠米九干七百三十六石霉，谷→万一千六百六十六石军，腾越州属南甸、干崖、盏

达、陇川四土司共欠米一万七千七百五十石军，谷一千五百三十一石霉，俱兔其追赔。

其历伍不随时查办之该厅、外!姑念事越数十年，茹着翩崽兔其参灶。所有该土司等亏欠

米谷，即着落历伍该厅、 9~'1摊赔。均以乾隆二十五年幅甸罪、需凯旋后蝠，龙.厅至嘉庆

二十年十月十六日查报之日止，腾越州至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查报之日止.除查出

详报之厅、州、l及在伍不及三月各员兔赔外，其余历伍正、署厅、州，各按在伍月、日，

将所属土司棋欠米谷，照米每石银一两，谷每石银五钱例价，分摊赔补o 嗣后该

厅、州采办兵粮，即照现议章程，令该厅、州、|亲是七土司地方公平采买，严禁短价浮收.

井贡成该管如府严查虚报情弊，以实边储o " (((仁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一，页一至

二，同上书卷三，页一百零九〉

注，清朝部份根据匡大一、封应龙二同志所摘《清实录有关德宏虫料汇编》一文选

编。元、明部份为马向东边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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